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所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安全舆情监测与研

究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为加强本市食品药品安全舆情监测能力，全面进行涉及上海方面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舆情监
测工作。局科技情报研究所通过同中国健康传媒集团、清华大学等专业机构合作，借助中国
健康传媒集团等专业的监测系统来全方位监测涉及上海方面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重要舆情，
并对发现重要舆情及时分析，第一时间报送。并对舆情进行分级，对舆情重要程度，预警级
别设置等提供专业分析意见，有力地提升了本市食品药品安全舆情应对水平。并且对涉及上
海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舆情监测数据进行数据开发分析，构建舆情监测数据库，基于舆情分
析数据对本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相关舆情应对提出策略和建议。

立项依据：
舆情监测部的工作职能，对本市食品药品安全舆情进行监测应对，对重大食药安全舆情事件
处置的研究评估等工作要求。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食品药品安全重要舆情信息，提高监管部门应对和处置重大突发事
件和舆情突发情况的能力，合理引导食品药品安全舆情，制定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
于加强食品药品安全舆情监测工作的方案，形成以局领导为负责人、各职能处室处长为成员
的领导小组，指导监测工作组开展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情报所舆情监测项目将日常做好和相关专业舆情监测单位的沟通协调，定期组织舆情监测人
员开展专业培训和技术交流，完善好舆情监测工作流程，确保每个舆情监测项目的顺利开展
。做好合同项目的财务管理工作，完善落实各项财务政策，保证每个舆情监测项目经费使用
合理合法。

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中日常食品安全监管媒体舆情监测及信息收集，使用计划为合同签订完成支付90%
，年底前支付剩余10%。食品安全监管新媒体舆情监测及数据整合，使用计划为合同签订
完成支付90%，年底前支付剩余10%。日常药品安全监管媒体舆情监测及信息收集，使
用计划为合同签订完成支付90%，年底前支付剩余10%。。药品安全监管新媒体舆情监
测及数据整合，使用计划为合同签订完成支付90%，年底前支付剩余10%。召开季度年
度食品药品舆情监测及应对分析研判会议，计划全年召开食品、药品舆情研究分析季度、年
度会议10次，费用将按照每季度实际支出进行支付。以及实时动态监测派遣人员服务费子
项目，费用将按照每月的实际支出进行支付。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加强网络舆论的及时监测、准确判断、有效引导，以及对网络舆论危机的积极化解，对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事业的发展重要意义。通过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权
威监管机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引导舆情向符合科学态度和尊重客观事实的方向发展，对错
误的舆论进行及时的纠正和转变。通过不断提升舆情发现、研判、处置能力，重视舆情的实
体处置，加强正面舆论引导，主动及时回应新闻媒体和公众关切，确保本市食品药品安全舆
情应对处置各项工作平稳、有序，为促进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198,576 项目当年预算（元）： 1,198,57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91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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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资金报销符合财政管理要求 符合

资金使用报销时限要求 符合

资金使用符合财政管理要求 符合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更加健全

财务报销流程规范性 更加规范

经费使用合理性 更加合理

实施管理

项目实施相关管理制度 更加健全

项目实施经费报销程序 符合要求

项目实施相关时间节点 符合要求

产出目标

数量

每日舆情速递 每日一份

每周食品、药品舆情要闻报告 每周食品、药品报告各一份

每月食品、药品舆情监测报告 每月食品、药品报告各一份

每季度食品、药品舆情分析报告 每季度食品、药品报告各一份

年度食品、药品舆情分析报告 年度食品、药品报告各一份

食品、药品舆情监测快报、专报 100余份

质量

食品药品舆情监测报告质量 逐步提高

食品药品舆情监测能力 逐步提高

食品药品舆情监测相关研究能力 逐步提高

时效 按项目计划完成时效 符合要求

成本

舆情监测系统构建维护费用 10-20万元，24*365实时监控

舆情监测人员人力资源成本 100万元

其他舆情监测相关经费 10万元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食品药品行业发展水平 应对舆情变化能力逐步提高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效能 逐步提高

社会效益

食品药品安全舆情环境 平稳可控

市民食品药品安全性感受 逐步提升

食品药品企业营商环境 逐步提升

环境效益 本市食品药品舆论环境满意度 逐步提高

满意度
市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满意度 逐步提高

市民食品药品安全满意度 逐步提高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管理层对食品药品舆情监测重视度 逐步加强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能力 逐步提高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舆论环境 逐步改善

人力资源

舆情监测人员研究能力 逐步提高

舆情监测人员工作技能 逐步提高

舆情监测人员管理水平 逐步提高

部门协助 与食品药品行业沟通协作关系 逐步加强

信息共享
与新闻媒体之间信息沟通交流 逐步提升

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 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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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所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业务管理系统(运

维)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食品药品业务管理系统(运维)

立项依据： 2019年上海市工信委审核通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完善功能的程度变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信息化运维项目绩效考核办法（试行）2、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系统系统运维服
务项目要求3、关键岗位保密协议

项目实施计划： 年初确定合同，按照合同协议实施计划及支付比例，年末根据运维报告支付尾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专业的信息化运维服务为业务系统的稳定运行、安全保障和升级改造提供有力保障，及
时防范、发现和有效解决相关故障。阶段性目标：制定运维全年工作计划，保障信息化系统
运行维护,提高日常管理的规范性、故障响应的及时性和安全措施的有效性, 确保系统稳
定运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513,372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13,37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552,37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55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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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根据完成进度按期付款 是

财务管理
按规定开展政府采购招投标或内部预算执行审

批流程
是

实施管理 项目执行情况有量化考核方案 是

资产管理 项目完成及时登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是

产出目标

数量 业务模块及设备运维率 =95%

质量 业务系统具有高可用性 是

时效 系统运行稳定可靠 是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提高全市药械化靶向监管能力 逐年提高

满意度
社会公众、行政相对人满意度 >90%

系统操作用户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业务系统建成后升级及及时优化 是

人力资源 外包专业公司 是

部门协助 项目开发升级多部门合作 是

信息共享 统一门户集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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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所

项目名称：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域网建

设(运维)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域网建设(运维)

立项依据： 2019年上海市工信委审核通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保障业务系统正常运行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信息化运维项目绩效考核办法（试行）2、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系统系统运维服
务项目要求3、关键岗位保密协议

项目实施计划： 年初确定合同，按照合同协议实施计划及支付比例，年末根据运维报告支付尾款。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总体目标：通过专业的信息化运维服务为业务系统的稳定运行、安全保障和升级改造提供有
力保障，及时防范、发现和有效解决相关故障。阶段性目标：制定运维全年工作计划，保障
信息化系统运行维护,提高日常管理的规范性、故障响应的及时性和安全措施的有效性,
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045,387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45,387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550,981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55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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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根据完成进度按期付款 是

财务管理
按规定开展政府采购招投标或内部预算执行审

批流程
是

实施管理 项目执行情况有量化考核方案 是

资产管理 项目完成及时登记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是

产出目标

数量 业务模块及设备运维率 =95%

质量 业务系统具有高可用性 是

时效 系统运行稳定可靠 是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提高全市药械化靶向监管能力 逐年提高

满意度
社会公众、行政相对人满意度 >90%

系统操作用户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业务系统建成后升级及及时优化 是

人力资源 外包专业公司 是

部门协助 项目开发升级多部门合作 是

信息共享 统一门户集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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